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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为何事来？死往何处去？生死的课题自古便一直困扰着人类，神秘而悠远。有生必有
死，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死亡是否意味着一切的终结？佛教对此的回答
是否定的。
  佛教早在2500多年前便已将生命过程的本质参透，它告诉世人，任何众生的生命都是
由生有、本有、死有、中有四个阶段首尾相连构成的无限轮回。佛教对于生有的考察主
要在于受生之苦-受生伴随着诸多痛苦，只有断绝轮回才能避免这种苦难；本有指从出生
到濒临死的全过程，即我们所关注的有形生命，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不及关系到今生
，更关乎死后及来世；死有即命终的一刹那；中有则是死后到转生之间的过渡阶段。对
于死亡及死后的考察是佛教生死观中*有特色的部分；佛教认为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
束，而应该被视为一个脱离生死轮回的契机；一个人只有真正地了解死亡，才能够把握
死亡所提供的契机。
  本书的主旨便是以佛教的视角提示生命轮回的奥秘。图解方式的运用更令眼花缭乱的
生命过程阐释变得像读流程图一样简单明了。读过此书，相信您将会对生死的命题拥有
更加智慧的认识，从而更为积极有效地把握今生。
  *深刻揭示生命过程真相的生死哲学，告诉你坦然面对生死的智慧。
  采用全新图解方式解构生命全过程．像读流程图一样简单明了。
  更有临终关怀的实用密法，给亡者*切实的助益。 

内容简介

我们从何处来？死后又将归往何处？相信每个人一生中都曾多次这样问过自己。你以为
生命是一截线段，还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螺旋？生命真的会在呼吸断绝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吗？不！早在2500多年以前，佛教便已将生命过程的本质参透，它告诉世人，任何众生
的生命都是由生有、本有、死有、中有四个阶段首尾相连构成的无限轮回。
  生有：投胎受生的最初一刹那身心，它标志着一期生命的开始。
  本有：从出生到濒临死的全过程，即人们所关注的有形生命。
  死有：命终时刹那间的身心，它标志着一期生命的结束。
  中有：死后到再生之间的神识。中有体现了佛教特有的灵魂观念，也是*启发意义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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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阅读导航
第1章 独特的佛教生死观
  1.直面生死：人人都需要了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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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丰富的智慧：概说佛教中的生死关怀
第2章 从受生到住胎：生苦
  1.投生人道的苦处：人生八苦
  2.生而为人的可贵：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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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闭三恶趣大门的法宝：皈依
  3.做一个合格的佛教徒：遵守七众的戒律
  4.佛陀为世俗人开示的智慧：《善生经》和礼敬六方
  5.礼敬东方和南方：尊敬父母、恭顺师长
  6.礼敬西方和下方：善待妻子、体恤奴婢
  7.礼敬北方和上方：和敬亲友、敬奉僧众
  8.消除日常生活的六种过失：六非道
  9.判别恶友：远离四种不可亲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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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离开轮回的办法：守护戒律，灭除无明
  15.三部律仪不违犯：别解脱戒、菩萨戒与密乘戒



  16.不忍见众生沉沦：发起菩提心
  17.发起菩提心的两种方法：七因果与自他相换
  18.以生命的关怀消解肉体的疾病：佛经中的医学
  19.引发疾病的外缘：外部环境侵袭
  20.导致疾病的内因：体内四大元素失衡
  21.佛教特有的病因观：业果报应
  22.佛教对疾病的分类：虚说四百零四种
  23.四大与季节：顺应时令的养生之道
  24.四大与饮食：吃出来的健康
  25.消除业障引发的疾病：精神修持与养生
第4章 揭开死亡的神秘面纱：死亡的过程
  1.对死亡的判定：死有时刻
  2.临终的前四个阶段：四大分解
  3.密续生理学1：意识的多重层面
  4.密续生理学2：极微细的心风
  5.密续生理学3：脉
  6.密续生理学4：气
  7.密续生理学5：明点
  8.临终的后四个阶段：从微细心到澄明心
  9.无惧生死的关键：空性
  10.密法超度的第一秘技：颇瓦法
  11.密法超度的第二秘技：母子光明相会
  12.特别注意：临终一念将决定死后的去向
第5章 在死后与转生之间流转：中有
  1.佛教描述死后世界的特有概念：中阴
  2.中阴世界的主角：意识
  3.亡灵在中阴世界的引导地图：《中阴闻教救度大法》
  4.中阴世界的总体描述：七七四十九天的死后历程
  5.诸佛菩萨前来接引：进入法性中阴
  6.诸佛菩萨的三种形象：寂静尊、寂忿尊、忿怒尊
  7.生命元素再次显现：五蕴与四大的显现
  8.第一天的幻相：大日如来佛父佛母现身
  9.第二天的幻相：金刚萨阿如来佛父佛母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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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第八天的幻相：大光荣赫怒迦佛父佛母现身
  16.第九天的幻相：金刚部赫怒迦佛父佛母现身
  17.第十天的幻相：宝部赫怒迦佛父佛母现身
  18.第十一天的幻相：莲花部赫怒迦佛父佛母现身



  19.第十二天的幻相：业部赫怒迦佛父佛母现身
  20.第十三天的幻相：忿怒诸女神现身
  21.第十四天的幻相：四位守门女神与二十八位瑜伽女现身
  22.法性中阴的总结：生前的修行对中阴处境十分关键
  23.轮回与解脱的最后抉择：投胎中阴
  24.投胎中阴的考验：七种险境幻相
  25.善业与恶业的计算：冥界的善恶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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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抵制六道诱惑，避免投胎转世：关闭胎门
  29.进入轮回的世界：六道景象
  30.更严峻的考验：索命鬼卒催逼入胎
  31.最后的选择：转识前往清净佛土或投胎人道
  32.总结：不同根器的亡者将有六种解脱层次
第6章 超越轮回的清净庄严世界：佛国净土
  1.清净的国土：净土释义
  2.三种层次的净土：法身净土、报身净土、化身净土
  3.与汉人机缘极深厚的净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4.佛陀为世俗人开示的智慧：极乐世界的衣、食、行
  5.琉璃为地，七宝为界：极乐世界的环境
  6.莲花化生，万种伎乐：极乐世界中的育和乐
  7.东方净土：药师佛的净琉璃世界
  8.欲界天中的净土：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
  9.观世音菩萨的净土：普陀山世界
  10.无边浩渺的净土：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
  11.众生眼中的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
  12.大乘五力：往生净土的必要条件
第7章 走完最后一程：佛教的殡葬仪式
  1.对亡者家属的嘱托：切忌移动、哭泣和杀生
  2.利益亡者的仪式1：作七与诵经
  3.利益亡者的仪式2：拜忏与打佛七
  4.利益亡者的仪式3：水陆法会与放焰口
  5.不同的葬礼形式1：天葬
  6.不同的葬礼形式2：火葬
  7.不同的葬礼形式3：塔葬
  8.不同的葬礼形式4：水葬、土葬以及多次葬等
附录一：千手千眼大悲忏法
附录二：往生净土忏愿仪
附录三：消灾延寿药师忏法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1章 独特的佛教生死观
  1.直面生死：人人都需要了解死亡
  死亡是什么
  一个有情的心识，在过去世业力的牵引下投生，这种牵引的业力能住持多久，便决定
了其生命一期的寿量。以人类为例，便是一期人生的寿量。人从出生起到生命结束的那
一刻，其间呼吸有多少次，都是一个定数。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很难改变的；而一个
造作了很多善业的修行人，或者一个造作了很大恶业的恶人，可能会让寿量有所增减。
但无论如何，生命总有结束的时候。而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就是死亡。
  死亡的几种原因
  在佛教中，死亡被划分为几种原因。由于降生是业力感召的结果，那么，在不遭遇寿
命违缘和其他意外事故的情况下，寿量自然地耗尽，这是第一种：寿命自然耗尽的死亡
；由于我们今生的财富受用等，亦是从前善业感召的结果，那么一旦福报享尽，可能就
没有维持生命的资财器具，于是，这就构成第二种死亡：福报耗尽的死亡；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意外的因素能导致死亡，它们被统归为九种原因：1.饮食无度，正如一个人暴
饮暴食而导致死亡；2.食所不宜，即是说吃了不适宜（比如有毒）的食物；3.不消化而食
；4.生而不吐；5.熟而持之，就是说大小便屏
闭不能排泄；6.不近医药，即当自己生病时不去及时地求医服药；7.不知于己为损为益，
这是说对于寿命的维持，不知道怎样做是有益的、怎样做是有害的；8.非时非量；9.行非
梵行，即是因性行为而耗损生命精华之精血，所谓的“马上风”就是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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